
第二单元 苦难与新生
群文阅读



语篇一
（2024河北保定联考）阅读下面的文字，完成1—4题。



    这几天，冬学里讨论划阶级定成分，人们到的很多。西头有一帮女孩子，尤其是学

习的模范。她们小的十四五，大的十七八，都是贫农和中农的女儿。①她们在新社会里

长大，对旧社会的罪恶知道得很少。

    冬学设在一个学校的大讲堂里，女孩子们总是先到，等着别人。

    这天，李同志拖着一双大草鞋，来到学校里，灯已经点着了。

    女孩子们挤在前边一条长凳上，使得那条板凳不得安闲，一会儿翘起这头，一会儿

翘起那头，她们却哧哧地笑。

    李同志笑着问：“今天谁点的灯啊？”

    “是大绢！——大绢是模范。”她们喊着。
    “咱们的冬学越来越热闹！”李同志说。



    “这是因为你讲话讲得妙。”②那个叫大绢的女孩子回答，简直像鸟儿在唱歌儿似的。

    “我看是这个问题很重要！”李同志说。“大家都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成分。”大绢笑了

半截，强忍耐住了。

    说着屋里已经挤满了人，人到得差不多了。先讨论村里明显的户，谁家是地主，谁

家是富农。最后李同志叫人们再想一想，他严肃地说：“根据我们讲的，大家看看还有

遗漏的没有？”

    人们沉静了一会儿。忽然有一个人报告：“我不怕得罪人，我说一户：西头大绢家，

剥削就不轻，叫我看就是富农。”说话的人站在人群的后面，看不见他的脸，李同志听

出是东头扎花炮的刘二壮，他的嗓门很高。人们都望着大绢。大绢低下了头，连头发根

都涨红了。



    刘二壮又说：“我就报告报告她家的情况：她爷爷叫老灿，当过顺兴隆缸瓦店的大

掌柜；家里种过五十亩地，喂过两个大骡子，盖了一所好宅子。这谁不知道？”

    “同志！我说一说行不行？”大绢站起来，转脸望着后面，忍着眼泪。李同志点一点

头。她说：“乡亲们！谁都知道日本人把俺家烧了个一干二净。从我记事起，我们过的

是多么寒苦的日子！我从小两只手就没闲着过，十三岁织布，十岁就卖纺线；地里的活，

我敢说不输一个男孩子。你们横竖都见来着，现在刘二壮说我们剥削过人，我哪见过骡

子、宅子呀？”

    大绢坐在板凳上哭了，她站起来，往外就走，一边走一边哭着说：“我去叫我爷爷

去，看他剥削过人没有。”“他能来吗？你叫他干什么？”人们拦不住，她走了，到院里

就放声哭了。



    “这孩子从小可没享受过。”一个壮年妇女对李同志说，“③从小她爹娘全死了，她

爷爷后来又半身不遂，事变那年日本人烧得她家只剩了几间房筒子，家里地里，就仗她

一个人！”

    “你们上了岁数的人说说，她爷爷到底是怎样一个人。”李同志又问西头那几个老头儿。

    “我说说吧！”麻子老点抽完了一锅烟，把烟袋杆里的烟和油子用大劲吹了出来，说：

“她爷爷是这样一个人：从小不好生过日子，整天在街上混混儿。后来碰上了一个硬茬

儿，栽了一个跟头，就回心转意了。他在张岗街上开了一个小杂货店，起先就卖些针头

线脑，火绒洋灯，烧纸寒衣纸，碱面香油醋……不上几年，小买卖越来越红火，人们看

他有本事，就有人出股金，叫他合伙，开了一间缸瓦磁器店，这就是顺兴隆。他用了几

个伙计，很是赚钱，三年一账，他买了几十亩地……”



    “他又盖了一所住宅。”麻子老点接着说，“这算到了顶儿。就在那一年，他和天津

的洋人做买卖，一下受了骗，铺子关门。日本人来了，又给他点上一把火，烧了个片瓦

无归……”

    那天晚上，大绢并没有把她爷爷叫来。时间晚了，冬学就散了。

    以后，大绢没有上学来，虽说并没人限制她。和她一伙的女孩子们这几天到得也不

齐，有几个早来，有几个迟到。她们坐在板凳上也不哄笑打闹了。

    李同志到西头吃派饭，这天轮到喜格儿家里。有人在外间叫了一声，喜格儿放下碗

筷就出去了，随手拉进来一个女孩子，是大绢。

    ④一眼看来，大绢好像比平时矮了一头，满脸要哭的样子。喜格儿说：“你和老李

说说么！光哭顶事？”



    “我没剥削过人，怎么能担这个名儿呀？”大绢又哭了。

    李同志放下饭碗说：“我们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。这个制度存在几千年了，你

们想想有多少人，在这个制度下面含冤死去，有多少人被这个制度碾个粉碎。你们都听

过老年人诉苦了，该明白剥削是多大的罪恶！多少年来，人们怀抱一个理想，就是要消

灭这个制度，好叫人们像春苗一样，不受旱涝，不受践踏，自由地生活、生长、生存。

有很多人为这个理想牺牲一切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你们村里就有过两位坐狱被杀的共

产党员。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事，也不是求情的事。自然，我们也要慎重，不能把自己人

当成敌人。”

    正月里，工作组学习了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，读了任弼时同志的报告，李同志又拿

到冬学去讲解，重新讨论了几家的成分。按新精神定成分，大绢家还是农民。



    大绢也来上学了。她瘦了些，可比以前更积极更高兴了，脸色纯净，但性格更坚忍

了。她说，她爷爷剥削过人是他的罪过，经过这回事，她要记着：一辈子也不要剥削别

人一点点。



赶车的人说： “别笑了，快过来帮忙搬搬吧，咳！光顾看你们打秋千了。你们打那么高，

不怕从大梁上翻过来了！”

    天黑下来，她们才回家去吃饭，吃过饭又一块上冬学去了。

（有删改）

【注】①冬学：农村在冬闲时开办的季节性学校。②碌碡：用石头做成的圆柱形农具。



1.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，不正确的一项是(     ) C

A.李同志既是张岗镇西头的负责人，又是冬学的教员，常常带领大家学习文件精神，人

们都比较信服他。

B.在李同志定成分时，刘二壮质疑大绢家的成分，这使情节有了矛盾冲突，增强了文章

的可读性。

C.大绢爷爷的人生经历在麻子老点的口中得到完整呈现，大绢爷爷是因日本人烧毁房屋

才生病、半身不遂的。

D.拉白菜的赶车人由于看女孩子们荡秋千而翻了车，从中可以看出女孩子们荡秋千的风

采感染了身边的人。



【解析】 C项中的“大绢爷爷是因日本人烧毁房屋才生病、半身不遂的”错误。由原文第

17段的“从小她爹娘全死了，她爷爷后来又半身不遂，事变那年日本人烧得她家只剩了几

间房筒子”和原文第20段的“就在那一年，他和天津的洋人做买卖，一下受了骗，铺子关门。

日本人来了，又给他点上一把火，烧了个片瓦无归……”可知，文中并无此因果关系。



2.对文中画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，正确的一项是(     ) A

A.句子①交代大绢等姑娘们对旧社会的罪恶知之甚少，这为后文大绢想弄清楚爷爷是否

剥削过别人做铺垫。

B.句子②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，将大绢的回答比作鸟儿在唱歌，生动形象地写出大绢善

于察言观色的特点。

C.句子③运用正面描写的方式叙述了大绢的经历，大绢的人生经历也预示着她家不可能

被划分为富农。

D.句子④写大绢“好像比平时矮了一头”，这主要表现出大绢在遭遇划分阶级成分的风波

之后身形消瘦了很多。



【解析】 A（√）根据句子①的内容和下文的情节可知，A项表述正确。

B（×）“生动形象地写出大绢善于察言观色的特点”错误。这里的比喻是为了表现大绢

积极的生活态度，对新生活充满热情的状态，从中并不能看出“大绢善于察言观色的特

点”，属于曲解文意。

C（×）“运用正面描写”错误。画线句子是一个壮年妇女向李同志介绍大绢家的情况，

应为侧面描写。

D（×）“身形消瘦了很多”错误。分析句子④的内容可知，这里主要是为了表现大绢精

神上的“低人一头”，而非身形的消瘦。



3.请以本文中“秋千”这一意象作为赏析对象，写出你的赏析要点。

【答案】 ①“秋千”是大绢和她的小伙伴们心情的载体，寄托着她们对新生活的期待；

②文末出现“荡秋千”的情节，照应标题，使小说结构完整严谨；③“秋千”的出现，一扫

前文阴霾，使文章基调鲜活明亮起来。

【解析】 题目要求我们以“秋千”这一意象为对象进行赏析，其实就是要求我们分析意

象的内涵以及其起到的作用。分析作用可结合文章内容从人物、情节、环境、主旨、阅

读效果等方面入手。

    回到原文中找出“秋千”这一意象出现的地方，阅读全文可知，“秋千”集中在文章的

倒数第二段和倒数第三段。



    先分析“秋千”在文中的内涵。从倒数第三段的“正月里，只有剥削过人的家庭，不

得欢乐。喜格儿她们在村西头搭了一个很高的秋千架……在天空的红云彩下，两条红裤

子翻上飞下，秋千吱呀作响，她们嬉笑着送走晚饭前这一段时光”可知，“秋千”是大绢

和她的小伙伴们玩耍的地方，承载着她们的喜悦心情。根据前文可知，此时的“剥削”风

波已经过去，大绢家还是被定为农民，大绢“比以前更积极更高兴了”，所以，这里的

“秋千”，还有对新生活的期待。

    再分析意象的作用。从结构上来看，结尾出现的“秋千”与标题的“秋千”照应，使小

说结构完整严谨。在环境氛围的营造上，文中有“争先跳上去，弓着腰往上一蹴，几下

就能和大横梁取个平齐”等一系列快活的动作描写，有“天空的红云彩”“两条红裤子”等

醒目的色彩描写，还有“秋千吱呀作响”“嬉笑着”等欢快的声音描写，可看出“秋千”的出

现，一扫前文阴霾，使文章基调鲜活明亮起来。



4.有人认为，赵树理和孙犁虽都以农村生活为题材，但在人物表现上侧重点不同，赵树

理侧重探索农民在成长过程中的“变”，而孙犁侧重歌颂人民群众“变”之后的“新”

（或“美”）。请联系《小二黑结婚（节选）》中的人物三仙姑和本文中的主人公大绢，

谈谈你对上述说法的理解。



【答案】 ①在赵树理笔下，三仙姑原是一个好逸恶劳、骗人钱财、思想落后的农村妇

女形象，但她最终改变了，她退还了彩礼，答应让小二黑和小芹结婚，还改变了穿着打

扮。赵树理让三仙姑在成长中实现变化，她的变化也预示着封建迷信思想在不断消退，

整个社会风气在发生变化。②而孙犁把大绢遭遇划分阶级成分的风波设置在一个人们已

接受新思想的背景之下，大绢和其他农民已接受过新思想的洗礼，已发生改变，呈现出

“新”的一面，他们对旧社会的剥削者深恶痛绝。③当大绢家因爷爷的陈年旧事要被划分

为富农时，她委屈痛哭又据理力争；当被划分为农民后，她又恢复了往日的快活。可见

大绢对新社会的渴望，对新思想的认可，从而表达出她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崇高的思想境

界，流露出“美”的一面。



【解析】 题干的问法表面上看是要求我们结合两篇文本中的人物谈对“变”和“新”

（或“美”）的理解，但实质上是要求我们分析《小二黑结婚（节选）》中的三仙姑哪里

体现了农民在成长过程中的“变”，以及本文中的大绢哪里体现出了“变”之后的“新”

（或“美”），所以这道题依然属于概括分析题，我们可以用“找定删联”法来解决。

找：题目中的关键词“变”和“新”（或“美”）给出了要分析的内容，三仙姑和大绢为我们

明确了分析的对象。

定：分析《小二黑结婚（节选）》中的三仙姑哪里体现了农民在成长过程中的“变”，以

及本文中的大绢哪里体现出了“新”（或“美”）。

    分析《小二黑结婚（节选）》中三仙姑的变化。《小二黑结婚（节选）》中先写三

仙姑不仅有不合时宜的打扮，还跳大神装神弄鬼，诈人财物，再到最后一节交代她的变



化：三仙姑不再涂脂抹粉、装神弄鬼，有了长辈的样子，同意了小芹与小二黑的婚事。

由此看出，三仙姑的打扮、思想、行为都有了变化。赵树理让三仙姑在成长中实现变化，

她的变化也预示着封建迷信思想在不断消退，整个社会风气在发生变化。
    分析《秋千》中大绢“变”之后的“新”（或“美”）。分析《秋千》的背景，由“冬学”
“划阶级定成分”可知，小说发生的背景是人们已经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。根据“大绢是
模范”，以及大绢对自己家成分的据理力争和她的放声痛哭可以看出，她已经接受了新
思想，并对剥削者深恶痛绝。这里体现了她的“新”。

    当大绢家因爷爷的陈年旧事要被划分为富农时，她委屈痛哭又据理力争；当被划分
为农民后，她又恢复了往日的快活，以及“她说，她爷爷剥削过人是他的罪过，经过这
回事，她要记着：一辈子也不要剥削别人一点点”，可见大绢对新社会的渴望，对新思
想的认可，从而表达出她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崇高的思想境界，流露出“美”的一面。
联：将分析得出的内容分条作答。



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，请访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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